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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不会改变中国光伏行业健康发展局面

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即将进入3月，随着疫情在全国得到控制，中国光伏企业也日趋活跃。大批光伏企业一手
抓战“疫”，一手抓发展，正泰新能源、晶科能源、锦浪科技、天合光能、固德威等纷纷摁下复工复产“快进键”，
全力为战“疫”增添战斗力。

 广大光伏行业从业者已感受到严重疫情短期所带来的冲击。国发能研院、绿能智库认为：总体来看，目前80%以上
的企业都开始复工生产，但受物流不畅、供应链体系将在一定时间内无法完全到位等影响。新冠疫情对市场的影响或
从2月起开始显现，将有可能持续到今年上半年，出口订单能否如期交付将成为短期内对生产企业的严峻考验。

 头部企业受影响小 全年稳产有保证

 国发能研院、绿能智库在调研中了解到，光伏产业各环节在疫情初期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，硅料企业春节期间连续
生产，几乎不受疫情影响。单晶硅片和单晶电池片一线大厂持续生产，产量维持在高位，而多晶硅片和多晶电池片工
厂因疫情前受价格低迷影响已有企业停产，产量较低。组件受到疫情影响最大，春节期间普遍开工率低，维持开工的
工厂也陆续受到原辅材料缺货影响。

 据隆基股份总裁李振国介绍，春节期间隆基股份各工厂连续生产的员工有近17000人，硅棒和硅片工厂自春节以来
基本满产运营。当前总体到岗水平在85%以上，电池片产能目前也已开始全部满产运转。目前疫情对该公司组件销售
业务未产生较大影响，暂不影响公司全年的组件出货目标。如果疫情能在3月结束，则影响可以忽略不计，原材料、
生产、物流都能衔接。

 同时，李振国也承认，物流运输受到了疫情的影响，辅材供应短缺造成的影响明显。硅片2月份有5%-6%生产受影
响，电池片影响在10-15%，组件受疫情影响较大，但可通过后面几个月追回来。

 来自CPIA调查统计，截至2月20日，119家生产企业中复工率近79%，而平均产能利用率仅62.8%，组件工厂平均产
能利用率为58.4%，接线盒、铝边框等原辅材料供应仍持续紧张。一个月以来，物流运输受到极大限制，人员跨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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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工也面临困难，隔离时间长达14天，各因素叠加造成劳动密集型下游制造业恢复产能较为缓慢。据了解，当前某一
线铝边框工厂人员到岗率低，开工不足一半。

图1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平均产能利用率分布

 值得注意的是，随着供应链各环节产量长时间失配，开工率高的硅料、硅片、电池片等环节已受到影响。硅料受上
游硅粉供应不足和下游需求降低影响，产量预计将下调，而单晶电池片受组件开工率不高的影响，也开始出现库存增
高。

 目前，客货运输状况持续好转，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月24日，全国有27个省份恢复了省际省内的客运班线
或者包车。全国公路车流量明显回升，2月16日至22日，高速公路的客货车流量环比上周分别增长95.4%和136%。普通
国省道的客货车的断面流量环比上周分别增长37.2%和27.7%。

 在多方因素作用下，人员在加快返工，物流运输不断恢复，光伏组件及关键原辅材料产能恢复预计在3月份将得到
改观。

 国发能研院、绿能智库认为，目前光伏产业复工率高，除组件外产量影响不大。组件产能具有很大弹性，若疫情防
控形势持续向好，依靠较高的产能以及厂商的持续扩产，2020年光伏产品将得到充足供应。

 市场走势平稳 价格波动不大

 本次突发疫情对供需均形成短期影响，但基于市场稳定的预期，近期光伏市场价格与疫情发生前基本一致，波动不
大。

 2月24日和25日，隆基股份和通威太阳能相继公布其最新的硅片、电池片价格，与疫情发生前相比，硅片和电池片
价格保持稳定，多晶电池片因供应不足价格微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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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V InfoLink最新的市场价格监控数据显示，目前国内外光伏产品交易价格基本保持稳定，近期价格调整预期不强。

 国发能研院、绿能智库认为，当前光伏产品价格稳定，显示出光伏产业足够的韧性，疫情下2020年行业发展前景仍
被乐观看待。

 全球需求强劲 对冲疫情影响

 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，2019年全球光伏市场强劲增长，中国以外新增装机91.25GW，同比增速85.1%。新增装机超
过GW的国家和地区达到16个，分布广泛，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受益于丰富的光资源和快速下跌的光伏产品价格，安装
需求得到充分激发。

 业界普遍认为2020年全球光伏市场装机规模不会受到本次疫情影响。PV
InfoLink数据显示，全球光伏装机达到134.3GW，继续维持高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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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22020年全球光伏市场分布

 新兴国家或地区表现出较大潜力，日趋分散的新增需求将有效化解疫情对终端市场总需求的影响，根据彭博新能源
财经的预测，2020年全球超过1GW的国家或地区将达到17个。

 随着中国光伏全产业链竞争优势的不断增强，中国光伏产品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地位稳固、不可替代，疫情导致部分
海外订单延迟，但不会取消。

 2019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达207.8亿美元，同比增长29%。组件出口量超65GW，占海外新增装机量的七成。同时，
国内光伏企业拥有相当的海外组件产能，这些海外工厂也严重依赖中国原材料的供应，整体看，海外市场对中国组件
依存度越来越高。

 中国厂商兼具规模和技术优势，在与国外光伏企业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。在优势相对较小的硅料环节，随着通威、
中环等巨头的大幅扩张，近期国外知名厂商也受到较大冲击，纷纷关停、减产。而国内头部企业优势仍在扩大。据通
威股份透露，未来在硅料、太阳能电池领域均有望实现30%～50%的全球市占率，其单晶PERC电池片非硅成本可随着
新产能的释放进一步降低20%左右至0.18元/W。

 国发能研院、绿能智库认为，中国光伏产业链护城河越来越宽，全球光伏贸易依赖中国产品，海外市场稳定的需求
成为我国光伏产业从疫情中尽快恢复并向好发展的信心之锚。

 疫情蔓延面广 不确定性因素增加

 截至2月28日，共有4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74例，疫情快速在欧洲和亚洲蔓延，国际范围内疫情
防控形式严峻。预计新冠疫情将超出原来预期，在更长时间内影响国际贸易。据统计，除中国大陆外，在2019年超G
W装机的15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13个出现确诊病例，这给光伏产品海外需求蒙上一层阴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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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疫情发生以来，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用电下降明显，全国范围电网负荷下降，部分地区、部分项目出现较严重限电
。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介绍，2月山东、陕西、安徽等省限电达14%、11.7%和5.86%，云南
、青海、宁夏、内蒙、浙江等地均有限电。部分地区消纳空间被透支，对2020年当地新增光伏项目构成较大影响。

 国发能研院、绿能智库认为，总体看，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并未对光伏产业构成大的影响，企业生产秩序陆续恢复。
但中小企业在本次危机中所受冲击更大，光伏行业集中度将持续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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